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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老剂*E的合成技术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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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摘要!概述防老剂DB的反应机理"并分析影响反应的工艺%原料%催化剂%溶剂%温度和压力等因素&防老剂DB
的合成工艺分为一步法和两步法"主要以苯胺和丙酮为原料"通常采用酸催化剂"一般缩合反应的温度约为!%%!!7%

]"聚合反应的温度约为47!!%%]"反应压力多为体系自生压力&当前应加强防老剂DB合成技术的研究"以 提 供

一种高效%优质%清洁的生产工艺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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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防老剂DB的防 护 性 能 优 异"生 产 工 艺 相 对

简单"原料来源丰富"市场需求量较大"是国内外

生产厂家最多%产量最大的防老剂品种之一&
表面看来"防老剂DB的生产工艺并不复杂"

仅由普通原料聚合而成&但实际上产品组分中含

有多种聚合物"它们的含量和比例都影响着产品

的使用性能"因而从 防 老 剂DB诞 生 之 日 起 就 不

断有新的专利技术出现&由于国内外轮胎工业对

高质量%低成本%符合 X̂3!$%%%环境评价体系的

无污染产品的严格 要 求"如 何 制 备 防 老 剂DB成

为众多 生 产 厂 家 的 热 门 话 题&本 文 概 述 防 老 剂

DB的反应机理"并分析影响反应的各种因素&

!!反应机理

关于单体的形成过程"有两种可能的 机 理 模

型’一种是苯胺和丙酮首先缩合成席夫碱"席夫碱

再进一步缩合成环#另一种是两个丙酮分子首先

缩合成异亚丙基丙酮"异亚丙基丙酮再与苯胺缩

合成环(!)&经 分 析 认 为 第"种 机 理 模 型 更 为 合

理(")"具体反应过程如图!所示&

"!反应的影响因素

!9"!年_>;ESE>*LE+U*ELE<(0)在德国化学会

志上首次公开了由苯胺%丙酮及催化剂碘合成""

""$5三甲基5!""5二氢化喹啉的方 法"从 此 拉 开 了

防老剂DB合成的序幕&在至今的4%多年间"以
苯胺和丙 酮 为 基 本 原 料 的 生 产 方 法 几 乎 没 有 改

变&综合历年的各项专利技术可以看出"影响防

老剂DB合成反应的主要因素有工艺%原料%催化

剂%溶剂%温度和压力&

"#!!工艺

按工艺操作方式可分为间歇式和连 续 式"按

反应阶段的控制方式可分为两步法和一步法&国

内一般将防老剂DB的合成工艺分为两步法和一

步法&两步法是首先缩合制得单体"除去多余反

应物后"再在酸性条件下进行单体的聚合#而一步

法是使单体制备和聚合反应同时完成"然后再分

离多余的反应物&两步法工艺过程长"消耗大"但
所得产品中的有效物含量高#而一步法过程简单"
消耗小"但有效物含量低&!90#年 >̂L<*FUD($)

提出以盐酸等非氧化性无机酸为催化剂"在47!
9%]下反应"%R"再 经 苯5氢 氧 化 钠 溶 液 处 理 即

得熔点为!%%!!!4]的脆性物质&这可以说是

采用两步法制备防老剂DB的雏形&以后很长时

间都采用两步法工艺&
在两步法制备单体时"一般都采用间 歇 釜 式

反应&同时"为了稳定工艺条件"还开发出各种连

续式工艺&

"%世纪6%年代初"‘E+’;G;<;N;><;Y等(7"#)

提出了连续化生产单体的流程和方法&反应分两

个 阶 段"每 一 阶 段 都 有 对 应 的 精 馏 回 收 装 置&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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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!!防老剂*E的反应机理

苯胺和丙酮为原料!在碘及三氯乙烯的作用下反

应0?7R!以苯胺计单程转化率为$7M"

"%世纪4%年代初!N;R<R*)E<D;H+等提出!
采用直径$-F#高!"%-F的!?7Z反应筒!苯胺

与对甲苯磺酸$质量比为"7b!%从反应器上部进

入!进料速度 为%?4%KL&RJ!’丙 酮 从 反 应 器 下

部进入!进料 速 度 为!?6$KL&RJ!!物 料 实 际 体

积占反应器 容 积 的4%M"反 应 产 物 中 单 体 的 收

率可达49?4M(6)"

XE<Q*=K*UE<cY等也提出了另一种连续化工

艺方法"它以苯磺酸为催化剂!用苯胺和丙酮缩

合制备单体!同时!又在苯磺酸#三氯乙烯及丙酮

的作用下使单体聚合(4)"在这两 个 过 程 中!苯 磺

酸循环使用!最后蒸出的多余单体也要再循环到

聚合过程中"缩合反应在!$%!!4%]的!!个温

度区内进行!最后再降至!0%]’聚合反应也是在

!$%!!4%]的!!个温度区内进行!最 后 再 降 至

!!%]!两个反应的压力均为!?0!!?#Nd*"例

如!将 苯 胺#丙 酮 和 苯 磺 酸 分 别 以"!"!0!0和04
KL&RJ!的 速 度 加 入 缩 合 反 应 器 中!反 应 压 力 为

!?$Nd*!反应时间为#R"丙酮从板式塔顶部馏

出!同时 单 体#三 氯 乙 烯#丙 酮 和 苯 磺 酸 分 别 以

"7"!0"!!7%和$"KL&RJ!的 速 度 加 入 聚 合 反 应

器中!反应压力为!?7Nd*!反应时间为4R!丙酮

和三氯乙烯从板式塔上部馏出"从两个反应器中

出来的半成品混 合 后 用 甲 苯$质 量 比 为!b"%稀

释!经分离器去除含苯磺酸及其苯胺盐的缩合反

应水"蒸馏使苯磺酸与水分离并循环套用"余下

的含聚合 物 和 三 氯 乙 烯 的 甲 苯 溶 液 用 质 量 分 数

%?%$的氢氧化 钠 中 和!以 水 逆 流 洗 涤!真 空 下 蒸

去甲苯!在"$%]下利用薄膜蒸发器将聚合物和

三氯乙烯真空分离"三氯乙烯循环到聚合釜中"
将聚合物造粒!产品软化点不低于6%]!以苯胺

计!收率为97M"

"#"!原料

一般防老剂DB的合成反应都是以来源广泛

的苯胺和丙酮为原料!但从上述反应机理也可以

看出!在反应过程中!丙酮首先发生缩合反应!而

实际直接参与环合的是异亚丙基丙酮"日本住友

化学工业公司研究认为!采用双丙酮醇#异亚丙基

丙酮或其混合物均可获得较好的效果!产品收率

高达4%M以上(9)"
日本精工化学工业公司研究认为!当 反 应 开

始时加入部 分 单 体!可 提 高 产 品 的 收 率(!%)!其 具

体机理还不太清楚"
为了提高产品收率!在反应结束后需 将 回 收

的丙酮#苯胺#单体等套用至缩合工艺中"日本住

友化学工 业 公 司 提 出 采 用 盐 酸 调 节 缩 合 反 应 物

V‘值约为"!将 单 体 与 苯 胺 分 离 的 方 法(!!)"此

时苯胺成盐溶于水层!而单体不成盐在油层!从而

将二者分开"山东省化学研究所等研究认为!将聚

合反应完的物料用甲苯和水在$%]下进行抽提处

理!静置 分 层 后!油 相 含DB聚 合 物!而 水 相 含 苯

胺#单体的盐酸盐"通过几次抽提即可将苯胺及单

体的盐酸盐回收后而用于下一批反应中(!")"
还有一种特殊的合成方法!它是根据XK<*)V

的合成反 应 原 理 而 进 行 的 创 新(!0)"即 以 芳 香 族

硝基化合物和 丙 烯 为 原 料!在 由 &̂A!̂&,!&, 和

&̂ ,̂ 族元素的化合物及 &̂^̂ 族的钯#铂的化合物

组成复合催化剂的作用下合成单体"由于在反应

过程中还同时生成了另一同分异构体#反应温度

高$约!7%]%#需加压及使用贵金属催化剂等!因

"!6 轮!胎!工!业!!!!!!!!!!!!! !!"%%7年第"7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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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该方法未能得到应用!

"#$!催化剂

在以苯胺和丙酮缩合制备单体及单体聚合形

成最终产 物 的 各 个 阶 段 中 都 包 含 了 酸 催 化 的 反

应"选择合适的酸催化剂#控制酸的浓度及用量有

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收率!酸催化剂可分为质

子酸催化 剂 和 路 易 斯 酸 催 化 剂 两 大 类$!$%!质 子

酸催化剂有盐酸#氢溴酸#氢碘酸#氢氟酸#磷酸#
硫酸#对甲苯磺酸#苯磺酸$!7%#酚磺酸#硫酸氢钠#
草酸#酒 石 酸#柠 檬 酸#强 酸 性 离 子 交 换 树 脂$!#%#
全氟磺酸树 脂$!6%#杂 多 酸 和 固 体 超 强 酸 等&路 易

斯酸催化剂主要是多价金属卤化物"有三氟化硼#
氟化氢’三氟 化 硼$9%#三 氯 化 铝$!4%#三 溴 化 铝#氯

化铜#氯化亚铜#溴化铜$!9%#三氯化铁$"%%#氯化锌#
四氯化锡#氯化钙和碘等!与对甲苯磺酸#对氨基

苯磺酸相比"以碘为催化剂时"反应收率高#时间

短"且最好能与活化剂"如氯代烃#氯代烯烃等一

起使用!催化 剂 用 量 为 苯 胺 用 量 的0M"活 化 剂

用量为催化 剂 用 量 的6%M!通 常 使 用 的 催 化 剂

主要是盐酸和对甲苯磺酸等$7%!
在缩合和聚合反应等不同阶段所使用的催化

剂不同"其反应效果也不同!有些催化剂适用于

缩合反应"有些则适用于聚合反应!例 如"盐 酸#
对甲苯磺酸#三氟化硼和氟化氢’三氟化硼用于缩

合反应时"单体的收率逐渐增 大$9%!当 以 多 元 脂

肪酸为聚合催化剂时"所得低聚物中二聚体的质

量分数可高达%?77以上$"!%!当单体的聚合物与

三氟化硼在!00?0"d*真空 下 加 热 至40!9%]
时"聚合物逐步分解为单体并馏出"最终只剩下喹

啉单体与 三 氟 化 硼 的 复 合 物$""%!若 用 氯 化 铜 作

催化剂"最终 聚 合 物 的 收 率 约 为7!M"其 中 二 聚

体的质量分数为%1$#$!9%!
由于大孔强酸性磺酸型离子交换树脂含有苯

磺酸结构"其孔径较大"用于苯胺和丙酮的缩合反

应中也可取 得 较 好 的 效 果!!947年 有 人 采 用 大

孔强酸性磺酸型离子交换树脂进行苯胺#丙酮的

缩合反应"反应温度为!$%!!7%]"主要产物为

喹啉类单体$!#%!适用于本方法的是氢型苯乙烯5
二乙烯苯型 强 酸 性 离 子 交 换 树 脂"例 如"AFTE<5
+Y(=!7"AFTE<+Y(=Pa5!%!%"AFTE<+’=E D̂!"%
和AFTE<+’=Ê D5!!4!通常树脂催化剂的用量为

7%L(F;+J!!苯 胺 和 丙 酮 的 投 料 摩 尔 比 为!b
$!反应温度因所用的催化 剂 不 同 而 各 异!AF5
TE<+Y(=!7的最佳温度为!7%!!77]!日本住友

化学工业公司采用全氟磺酸型离子交换树脂"苯

胺和丙酮在97!!%%]下进行间歇釜式反应"经

蒸馏分 离 单 体"单 体 收 率 为#7?#M$!6%!钱 清 华

等$"0%对以苯 胺 和 丙 酮 为 原 料 合 成 防 老 剂 DB的

催化剂进行比较后"认为强酸性离子交换树脂的

催化效果优于固体超强酸催化剂"苯胺的转化率

可达4%M!
大孔酸性离子交换树脂的使用有利于后续催

化剂的分离和得到高收率的单体"为实现清洁生

产提供了一条途径"但也存在催化剂的有效酸含

量小#反应时间长#耐热性差的缺点!

"#%!溶剂

从反应机理中不难看出"丙酮在酸性 条 件 下

发生的缩合反应是可逆的!为了使反应向有利于

生成物的方向进行"必须将反应生成的水及时排

出"因此防老剂DB的 缩 合 反 应 一 般 都 采 用 沸 点

稍高的溶剂共沸蒸馏脱水!
最初防老剂DB的合成反应是不用溶剂 的"

反应时间很长!后来采用共沸溶剂后"大大缩短

了反应时间"同时减小了副产物的生成量!加入

溶剂"不仅能共沸蒸馏脱水"还可稀释物料"有利

于传质#传热!通常使用的溶剂都是能与水形成

共沸物 的 有 机 溶 剂"如 苯#甲 苯#环 己 烷#二 甲 苯

等"而最常用的是甲苯!
日本住友化学工业公司研究认为"采 用 共 沸

点低于4%]的溶剂脱水效果较好$"$%!当以苯胺

和丙酮为原料#对甲苯磺酸为催化剂"若用环己烷

作共沸溶剂 时"单 体 收 率 为7"M&若 用 甲 苯 作 共

沸溶剂时"单体收率仅为!#?#M!
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工厂采用无溶剂一步法

生产防老剂DB$"7%!在反应过程中不需额外加入

溶剂"通过控制工艺条件"使丙酮与水共同蒸出"
同时苯胺的浓度保持在一定范围内"避免物料粘

稠而引起较多的副反应!本方法具有合成简单#
流程短#收率高#三废少等优点!

选用合适的溶剂脱水是针对丙酮#苯 胺 缩 合

反应 而 言 的"对 单 体 的 聚 合 反 应 则 需 区 别 对 待!
例如"当以三氯化铝为聚合催化剂时"反应速度很

0!6王效书等?防老剂DB的合成技术分析



快!但少量水导致的催化剂分解会对反应产生很

大的影响!因此需严格控制其中的水量"!4#$美国

孟山都公司研究认为!将67M以上的单体转化为

盐酸盐的形式后再进行聚合反应时!需加入足量的

水!以利于搅拌和保持反应物料的均匀性""##$日

本住友化学工业公司提出!以盐酸%对甲苯磺酸等

为催化剂进行单体聚合时!加入的浓盐酸质量约占

单体质量的"%M较为合适!低于!7M时反应速度

大大下降&高于"7M时搅拌困难$同时还需加入

单体质量"%M的水以利于搅拌!否则反应一段时

间后搅拌也很困难""6#$因此!在9%!!%%]下反

应#R后!产物中二聚体的质量分数高达%?7!$

"#&!温度

温度影响着反应的速度及平衡状态!在 实 际

操作过程中还同时进行着多个平行反应和连串反

应!因而反应温度也是需要控制的一个重要参数$
虽然单体的熔点为"#!"6]!而二聚体的熔点达

到97?7!96]!多聚体的熔点则更高!单体的盐

酸盐熔点达到"!$!"!#]$考虑到苯胺和溶剂

对聚合物溶解性的影响!为提高反应物料的流动

性!促进传质%传热!同时也为了提高反应速度!反
应温度不宜低于47]$丙酮的沸点只有7#]!
反应温度过高!丙酮很容易挥发!物料中丙酮的有

效浓度较低!对反应不利$不同反应阶段%不同催

化剂所需控制的反应温度也不同’见表!($文献

报道的反应温度通常在47!!#%]$

!!一般缩合反应的温度约为!%%!!7%]!而聚

合反应的温度约为47!!%%]$聚合温度过高!
导致单体过度聚合!使高聚物比例增大$在酸性

条件下蒸馏!当温度高于!4%]时!二聚体会发生

再 分解变成单体$若将单体与酸形成的盐加热至

表!!不同催化剂所需控制的反应温度 ]

催化剂 缩合温度 聚合温度 文献序号

碘’三氯乙烯活化剂( !#% 7
对甲苯磺酸 !%%!!"% "6
对甲苯磺酸 97!!%% "4
浓盐酸 9%!!%% "9
苯磺酸 !7%!!#% !7
苯胺)三氟化硼 !$%!!$7 0%

!’摩尔比!b!(
氟化氢)三氟化硼 !"%!!"7 9
强酸离子交换树脂 !7%!!77 !#
全氟磺酸离子交换树脂 97!!%% !6

三氯化铝 !%%!!!% !4
三氯化铁 !$%!!$7 "%
氯化铜 6%!9% !9
多元脂肪酸 !"%!""% "!

"%%]以上时!则 会 分 解 成 甲 烷%乙 烷%"!$5二 甲

基喹啉%"!0!$5三甲基喹啉及其它物质"0!#$

"#’!压力

反应压力多为体系自生压力$由于反应温度

大大高于丙酮汽化温度!为提高丙酮在反应体系

中的有效浓 度!可 以 增 大 反 应 压 力$例 如!将90
份苯胺%"0"份丙酮和0份碘在!4%]下 加 压 反

应$%R!再在常压下蒸去沸点在"%%]以下的组

分后!加入7份氯化铁和7%份水于9%]下反应

$%R!经过一系列后处理得 成 品""!!0"#$在 波 兰 开

发的连续化工艺中!反应也是在十几个大气压下

进行的!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$同时!由于防老剂

DB的 生 产 通 常 都 使 用 强 酸 催 化 剂!这 就 需 要 反

应设备既耐压又耐腐蚀$为减少设备投资%便于

生产操作和管理!实际生产通常是在常压下进行$

$!结语

综上所述!防老剂DB的合成技术非常复杂!
影响其收率和质量的因素较多$尽管相关的研究

也已进行了大半个世纪!但在工艺%收率%质量等

方面仍需改进$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%轮胎

对高 性 能 防 老 剂 DB要 求 的 提 高!开 发 高 效%优

质%清洁的生产工艺应是当务之急$

参考文献!
"!#沈章平!罗拥军1防老剂DB的 质 量 改 进 技 术"U#1江 苏 化 工!

"%%0!0!’!(*"$5"41
""#王效书1防老剂DB的反应机 理 及 杂 质 形 成 的 探 讨"U#1弹 性

体!"%%7!!7’!(*795#$1
"0#_>;ESE>*LE+U*ELE<1A-E=;>E*>’+’>E"U#1,E<’-R=EBE<BE)=5

(-RE>@REF’(-RE>OE(E++-R*H=!!9"!!7$’6(*!6"0?
"$# >̂L<*F U D1d<E(E<S*=’;> ;H<)TTE<"d#1\XA*\Xd

"%#$67"!!90#5!"5!7?
"7#N;><;Y‘1AVV*<*=)(H;<=REV<;G)-=’;>;H!!"5G’RYG<;e)’>5

;+’>E("d#1\XA*\Xd04"9"9"!!96$5%45!0?
"##D’SE<*‘N1a;SE+*VV*<*=)(H;<=RE;T=E>=’;>;H()T(=’=)=EG

!!"5G’RYG<;e)’>;+’>E("d#1\XA*\Xd09%67%6!!9675%95"01
"6#&I,ZE)>*58E<KE+8*+=E<\+T<’-R=,1&E<H*R<E>c)<RE<(=E+5

+)>LS;>"!"!$5=<’FE=RY+5!!"5G’RYG<;-R’>;+’>"d#1OE<F*>*

BB!7"004!!94!5!!5"7?

$!6 轮!胎!工!业!!!!!!!!!!!!! !!"%%7年第"7卷



第!"期

!4"B;+>;(+*(K’Ef*K+*GY @REF’-c>E #3<L*>’K*$1@;>=’>;)(

V<;-E((H;<V<EV*<*’>L!%"5G’RYG<;5"%"%$5=<’FE=RY+e)’>;5

+’>EV;+YFE<!d"1d;+*>G&dZ!0%#0"%!9475!"5!"1
!9"X)F’=;F;@REF’-*+@;FV*>Y%Z’F’=EG1d<;-E((H;<V<;G)-’>L

"%"%$5=<’FE=RY+5!%"5G’RYG<;e)’>;+’>E!d"1\XA&\Xd

$6$#6$0%!9445%75"$?
!!%"精工化 学 株 式 会 社1"%"%$5ト リ メ チ ル5!%"5ジ ヒ ド ロ キ ノ

リン重合物の製造法!d"1Uda&Ud$950$$4%%!96$5%95!01
!!!"住友 化 学 工 業 株 式 会 社1"%"%$5ト リ メ チ ル5!%"5ジ ヒ ド ロ

キノリンの精製法!d"1Uda&Ud745!"#4#4%!9405%65"4?
!!""山东省化学研究所%青岛化工学院1二氢喹啉类橡胶防老 剂

的工艺!d"1中国专利&@a4#!%%##7A%!9465%45%7?
!!0"a*=’;>*+B’(=’++E<(*>G@REF’-*+@;<V<;*=’;>1d<EV*<*=’;>;H

"5()T(’=’=)=EGe)’>;+’>E(!d"1\XA&\Xd06%7!#0%!96"5

!"5%7?
!!$"三井石油化学工業株式会 社1高 品!"%"%$5ト リ メ チ ル5!%

"5ジヒ ド ロ キ ノ リ ン 類 の 重 合 体 の 製 法 !d"1Uda&Ud

7#5!$7!#%!94!5%"5!"1
!!7"吉富製藥株式会社1キノリン誘 導 体 の 製 造 法!d"1Uda&Ud

$#50##"7%!96!5!%5"6?
!!#"I*(=F*>_;G*K@;FV*>Y1d<;-E((H;<=REV<EV*<*=’;>;H"%

"%$5=<’FE=RY+5!%"5G’RYG<;e)’>;+’>E-;FV;)>G(!d"1\XA&

\Xd$7!$76%%!9475%$50%?
!!6"住友化学工業株式会社1"%"%$5トリメチル5!%"5ジヒドロキ

ノリンの重合体製造法!d"1Uda&Ud7457996%1!9405%$5%9?
!!4"O;;GYE*<.’<EWD)TTE<@;FV*>Y1d;+YFE<’c*=’;>;H"%"%

$5=<’FE=RY+5!%"5G’RYG<;e)’>;+’>E !d "1 \XA& \Xd

0"$$#40%!9##5%$5%7?
!!9"住友化学工業株式会社1"%"%$5トリ メ チ ル5!%"5ジ ヒ ド ロ

キノリ ン 重 合 物 の 製 造 法!d"1Uda&Ud745!0##"71!9405

%45!0?
!"%"住友 化 学 工 業 株 式 会 社1"%"%$5ト リ メ チ ル5!%"5ジ ヒ ド ロ

キノリンの製法!d"1Uda&Ud765!!9#41!94"5%!5"!?

!"!",*YE<AO1d<;-E((H;<=REV<EV*<*=’;>;H;+’L;FE<’-"%"%$5

=<’FE=RY+5!%"5G’RYG<;e)’>;+’>E!d"1\XA&\Xd$496$4"%

!99%5%!50%?
!""",:O;;G<’-R@;FV*>Y1d<EV*<*=’;>;HF;>;FE<’-"%"%$5

=<’FE=RY+5!%"5G’RYG<;e)’>;+’>E!d"1\XA&\Xd"7!$#$4%

!97%5%65!!?
!"0"钱清华%朱建良1苯胺和丙酮缩合反应催化剂 筛 选!U"1化 工

时刊%"%%0%!6’4(&"!5"$1
!"$"住友 化 学 工 業 株 式 会 社1"%"%$5ト リ メ チ ル5!%"5ジ ヒ ド ロ

キノリンの製造法!d"1Uda&Ud745440#0%!9405%75"#?
!"7"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工厂1无溶 剂 一 步 合 成"%"%$5三 甲 基5

!%"5二 氢 化 喹 啉 聚 合 体 的 方 法 !d"1中 国 专 利&@a

!0$$670A%"%%"5%$5!6?
!"#"N;>(*>=;@REF’-*+@;FV*>Y1d;+YFE<’c*=’;>;H!%"5G’5

RYG<;5"%"%$5=<’FE=RY+e)’>;+’>E!d"1\XA&\Xd"6!47!6%

!9775%95"%?
!"6"X)F’=;F;@REF’-*+@;FV*>Y%Z’F’=EG1N*>H*-=)<E;HV;+Y5

FE<’cEG"%"%$5=<’FE=RY+5!%"5G’RYG<;e)’>;+’>E!d"1\XA&

\Xd$0"#%#"%!94"5%$5"%?
!"4"住友 化 学 工 業 株 式 会 社1"%"%$5ト リ メ チ ル5!%"5ジ ヒ ド ロ

キノリンの製造法!d"1Uda&Ud775$%##!1!94%5%05""1
!"9"住友 化 学 工 業 株 式 会 社1"%"%$5ト リ メ チ ル5!%"5ジ ヒ ド ロ

キノリ ン 重 合 物 の 製 造 法!d"1Uda&Ud7#5"%%"#%!94!5%"5

"7?
!0%"住友 化 学 工 業 株 式 会 社1"%"%$5ト リ メ チ ル5!%"5ジ ヒ ド ロ

キノリンの製造法!d"1Uda&Ud765!!9#61!94"5%!5"61
!0!"I++’;==U<?̂ 8%B)>*=R*>‘@1X=<)-=)<E;H=REG’FE<;H"%

"%$5=<’FE=RY+5!%"5G’RYG<;e)’>;+’>E!U"1.E=<*REG<;>%!9#0%

!9’#(&40054041
!0"",*’<G 8%O;+G(=E’>D:%U;>E(N%78161A>=’;g’G*>=(H;<

<)TTE<!d"1,<’=*’>&O,$#4646%!9065%65!"?
收稿日期!"%%75%65!"

库珀的新型高性能轮胎

中图分类号!./00#1!!!文献标识码!B

英国)轮胎与配件*"%%7年#期4页报道&
库珀公司在欧洲市场投放了其新款高性能轮

胎fE;>P.@+
这款轮 胎 适 用 车 型 从:;<G:;-)(到U*L)*<

P%在干,湿条件下行驶噪声低,舒适性和安全性好+
这种轮胎的内侧胎肩可以分散水%胎 面 中 部

可以防止水滑%外侧胎肩能够提高转向稳定性+

由于有0-$的新轿车下线时都装配了合金轮

辋%fE;>P.@还 得 益 于 轮 辋 凸 缘 护 圈 使 其 免 遭

路面石块的损伤+

fE;>P.@现有0%个规格%胎 圈 直 径 从07#
!$0"FF%速 度 级 别 有 ‘%&和 8 级’"!%%"$%
和"6%KF.RJ!(+

!涂学忠摘译"

7!6王效书等?防老剂DB的合成技术分析


